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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从日本、亚洲四小龙，到中国、东盟，东亚
经济的高速增长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被称“为东亚奇迹”。从1970年到1980年期间，东亚主要国
家和地区实现了GDP年均增长率达到5.12%至9.74%的高速增长。从1980年到1990年期间，东亚主要国家
和地区实现了6.49%的年平均增长率。从1990年到2000年，这期间虽然经历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
但是东亚各国和地区仍然保持了5.45%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但任何国家、地区的经济结构和模式的形成及发展总是保留着一定时期社会文化的背景。东亚在文化
传统和渊源上都属于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东亚工业经济的发展，也是如此。对于文化因素在东亚经
济发展中究竟起何作用？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何影响？这已成为国际上普遍关注的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 
二、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 
早在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伟大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提出了
“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认为宗教与文化对于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具有核心作用。西方基督教文化在
新教革命后形成的“新教伦理”，尤其其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个人主义和竞争主义有利地推动了资
本主义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经济文明。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亚经济突飞猛进，尤其是日
本经济的起飞和“四小龙”、“东盟”、中国等国家地区和组织的飞速崛起，对韦伯的论断提出了强
有力的挑战，将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这个区域。经济奇迹出现在儒教文化圈而非现代化最先启动的基
督教文化圈，的确值得我们去探索儒家思想中对经济发展的合理的推动因素。 
儒家文化所具有的民族凝聚力与吞吐百家的多元文化传统更是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有力因素。从东亚
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民族凝聚力一直与其历史发展相始终。日本被称之为“大和魂”的民族精神，
在日本近代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国家；韩国也有在
忠邦原则指导下的民族主义观念。正是这些对社会、国家的观念使得东亚社会保持稳定和持续发展。
同时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兼容天下、博大胸怀的文化观念也使得东亚社会对域外文化始终保持了和而不
同、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 
儒家文化强调秩序与稳定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儒家文化强调上级对下级的关心和宽
严适度，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与尊重，以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由于东亚文化的独特性，使
得东亚社会的企业组织与管理、劳动雇佣制度、工人与企业的关系较欧美国家有显著不同，具有浓厚
的家庭伦理色彩，体现了现代工业主义的人情味，使个人的才能和积极性同样也受到重视，得到发
挥。儒家文化在强调追求利润时也是温和的金钱关系，表现出“民有德而五谷昌”、“和为贵”的儒
家伦理。所有这些说明，传统儒家文化在东亚不仅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而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有利
因素之一。 
可以看出，儒家文化通过其传统的道德理念对东亚各国（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通
过对企业文化的提升和对人的道德约束来使得社会整体的环境得到改观以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三、从东亚金融危机反思传统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在2 000多年前从孔孟开始，经过各朝各代儒者的改造和发挥而不断延续下来的。作为一种
文化积淀，已深深地影响制约着它所辐射的国家和地区。儒学虽然有它的博大精深之处，有些道德理
想和价值观念在现代化冲击下进入和成为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观念体系。但儒学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
物，具有崇尚权威、强调等级秩序、注重家族主义及人际关系等特点。东亚经济中“政府主导型”的
市场体制，在市场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大趋势下，也显现出一些问题。如由于
政府主导经济命脉，加上强权政治色彩，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相当一些方面不是依靠市场本身的投入产
出规律来运作经济，而是保留了强大的政府随意干预权力，导致了泡沫经济和官员腐败现象。“在东
亚模式中曾被看作是一种优势的政府与大企业、企业集团和财团的密切结合，如今也显现出其巨大的
负面效应，即官员骇人听闻的腐败，企业以不正当手段赢得工程、订货和贷款，养肥了大批政府官
员，经济却在低效率运作，直到倒闭（顾肃，1999）。 
家族式经营和团队导向，作为亚洲价值观的主要体现，它曾经帮助东亚国家和地区借助团体的力量实
现了现代化，以数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内才实现的经济腾飞。然而家族观念和
家族企业中严格的等级制思想和纲常伦理，使企业内出现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和对团体的盲目依附；
压制了个人的自主权，不利于民主权利的行使和发挥；束缚人们追求普遍的平等自由权利和社会公
正，造成公民权力意识的淡薄等，不利于法治秩序的建立。 
儒家文化是农耕时代的产物，长期农耕社会的特点，使其文化内容缺少竞争和效率意识。受其影响，
满足现状，知足者常乐成为人们的生活信条。这种自然经济状态下的文化心理，当面对现代市场经济
的激烈竞争必然手足无措，或者依赖政府救济和集体的大锅饭，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采取不正当手
段满足自己，从而危害社会、危害他人。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儒家思想与东亚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与启示： 
1.东亚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中东亚地区典型的儒家文化对东亚的经济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也印证了历史阶段上的经济形式的产生和发展，需要由传统的文化精神
的支持和某种文化力的驱动。东亚地区利用儒家文化的传统理念强调集体的作用、强调协调与稳定和
重视人际关系，并结合各国自身的发展特点，大力发展经济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2.虽然说儒家思想适应了东亚各国的特点，也各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任何东西
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儒家文化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很多缺点也逐渐暴露，比如儒家
文化强调政府主导而淡化某些个人的作用，这样就会削弱西方很重视的个人竞争作用。儒家文化虽然
在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毕竟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也会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东亚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 
3.在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影响之后，我们发现儒家文化所带来的作用是双重的。因此，我们
既要分析和提炼其积极因素，发挥儒家文化的动力作用，同时也要找出并剔除其封建文化的落后性，
减少其负面影响，将其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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